
5中国哲学史略 6 的世界之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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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

际 , 笔者发现 , 侯外庐先生在半个世纪

前 出版的一本英文书 ) 5中国哲学史

略}) (A sho rt h istor夕 of C hio ese P h i-

lo so P hy ) 海外收藏 图书馆数量达到 208

家 , 涉及 14 个 国家 ! 地 区 , 这个 数据

着实令人振奋 "

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 , 一本图

书如果能够进人传播对象国的图书馆系

统 , 其实就等于该书的国际影响力到达

了这个国家 "图书馆的收藏数据是衡量

图书学术影响的重要标志 "那么 , 作为

出版于 1959 年 的一 本 中国哲 学 书籍 ,

究竟是怎样走 出去的? 取得了哪些学术

影 响? 对于这个案例的总结与梳理 , 对

于中国哲学 !社会科学 /走出去 0 具有

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"

5中国哲学史略 6 的海外受众

本文以 O C LC (联机计算机图书馆

中心 ) 为 基 础 , 再 借 助 CI N ii 数 据 库

(CI Ni i数据库是由 日本 国立情报学研究

所开发的 日本学术期刊数据库 , 是 目前

图 1 5中国哲学 史略 6 英 文版的传播范 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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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上最大的日文学术期刊网, 收录了

日本各学术机构及团体图书馆收藏的期

刊 ! 论文及大学学报论文 ") 辅助检索

发现 , 收藏 5中国哲学史略 6 (英文版)

的图书馆数量为 208 家 , 覆盖 14 个 国

家 ! 地区 (见 图 1 ), 这 是 迄 今 为止 ,

由新 中国出版的 ! 海外收藏图书馆数量

较多的中国哲学书之一 "

通过上图可以发现美 国收藏该书的

图书馆最多 "这 n g家图书馆 , 可分为

三大类 , 第一类是专业 的东亚 图书馆 ,

有 30 家 "主要收藏中国 ! 日本 ! 韩 国 !

东南亚各国及非洲等地区的各类文献资

料 ! 历史档案 ! 手稿等 , 这些专业图书

馆对于新中 国出版的各类 图书 ! 期刊 !

报纸 , 只要有 学术 价值 的 , 就一 并收

藏 " 5中国哲学史 略 6作 为新 中国建立

后不久 , 面向海外发行为数不多的英文

学术书 , 其重要性 !权威性不言而喻 ,

属于必藏之列 "比较著名的有耶鲁大学

图书馆 ! 哈佛大学图书馆 ! 伯克利大学

图书馆 !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! 康奈尔

大学图书馆 !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等 "

这 30 家图书馆多半设立在开设有东方

学研究院系和中国学研究中心下面 , 根

据本校东方学 ! 中国学研究的需要 , 为

本校学者 ! 师生提供丰富的研究 资料 ,

因此收藏 5中国哲学史略 6 的 目的主要

是为了学术研究之用 "

第二类 , 主要是开设了与中国相关

的语言学 ! 文学 ! 史学 ! 社会学等专业

的大学图书馆 , 主要是为了本校师生学

习专业 ! 了解中国社会思想之用 , 这类

图书馆有 86 家 "如 阿拉 巴马大学 ! 圣

塔克拉拉大学 ! 克莱蒙特学院 ! 先锋南

加州大学 ! 克罗拉多州梅萨大学等 "

值得 提 出的 , 在 这类 86 家 大学 !

学院中 , 还有 一批属 于教会 系统开 办

的神学院 , 如 卫斯 理公会 大学 ! 西南

浸信会神学 院 ! 南 方神学 院 ! 兰 开斯

特神学 院等 "美 国的神学 院是 承 担着

直接为教会输 送牧师 ! 教士 等人才 的

专业学 院 "以兰开斯 特 神学 院 (L an -

easter T h eolog ieal S em in ary) 为例 , 该

院位于宾夕法尼亚州 , 每年有相当一批

毕业生直接进人教会系统任职 "教会对

于美国教育 ! 政治乃至外交关系都具有

重大影响 "美国福音派的势力范围可以

覆盖全美 15 个州 , 2004 年小布什总统

的大选连任 , 就直接得益于福音派的支

持 "目前尚不清楚这样一本宣传无神论

的图书被神学院的图书馆收藏的真正原

因,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, 5中国哲

学史略 6一书被美 国一些 神学院收藏 ,

标志着以信仰 ! 精神力量影响美国社会

的宗教 系统对 于当代 中国哲学 思想 的

关注 "

第三类 , 为公共图书馆和专业 图书

馆 , 共 3 家 , 纽约公共 图书馆 ! 伍德布

里奇公共图书馆 ! Q U E ST IA 媒体在线

图书馆 "

在 日本收藏 5中国哲学史略 6 英文

版一书的有 12 家 图书馆 , 而收藏该书

中文版的有 29 家图书馆 , 其 中有 9 家

图书馆中英文版均有收藏 , 3 家图书馆

只收有英文版而没有收藏中文版 " 中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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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为 1958 年 中国青 年 出版社 的 版本 "

这主要是 日本许多学者大都能够读懂中

文 , 因此中文收藏要 比英文多出一半以

上 " 因此 , 本 文在 考察 5中国哲 学史

略 6 一书在 日本的影响力时 , 将 中文版

的数据与英 文版的数据合并 , 为 32 家

图书馆 "

这 32 家可以分 为四类 : 第一类是

专业 中 国研究 机 构 的 图书 馆 , 共 有 4

家 , 因为主 要是从 事 中 国研究 , 所 以

收藏 5中国哲 学 史 略 6 一 书等 当代 中

国出版物 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 "

如中国研究所 图书馆 (社 团法人) ! 束

洋文库图书馆 (社 团法人 ) ! 日本 贸易

振兴 机构亚洲 研究所 图 书馆 (特 殊法

人) 等 "

第二类是在大学里设有中国研究机

构的大学 图书馆 , 这 类 图 书馆共 有 4

家 , 分别是爱知大学 ! 东京大学 ! 拓殖

大学 ! 同志社大学等 "爱知大学是 日本

中国学研 究的 大本 营 "该校 的前 身是

190 1 年 由 日本 东亚 同文会 在上海建立

的东亚同文书院 (后改称东亚同文书院

大学) , 194 5 年停办 , 194 6 年以此 为基

础在 日本爱知县创立了爱知大学 "该校

自建立以来一直坚持重视 中国和亚洲 的

学术传统 , 建校伊始即在法律系设立 了

中国政法专业 , 在经济系设 置了中国文

学 ! 东方历史 ! 东方哲学等专业 " 1948

年创立 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也是 以现代 中

国为 中心 , 广 泛研 究 亚洲 ! 中欧 ! 东

欧 ! 西欧 ! 北 美 等地 区 的政 治经 济 情

况 " 199 1 年该 校研究 生院增设 了 日本

第一个 专 门研 究 中 国 的 中 国学 专 业 ,

19 94 年开设 博士课程 , 19 97 年 4 月该

校正式成立现代中国学院 , 这是 日本 国

内第一个以 /中国 0 命名的院系 "学 院

成立后组建了现代中国学会 , 开始出版

5中国 21 6 杂志 "

第三类是开设中国语言 ! 文学 ! 经

济 ! 政治等相关专业的大学 , 这类图书

馆共有 22 家 , 如青 山学院 图书 馆 ! 樱

美林大学 图书馆 ! 大阪 大学 附属 图 书

馆 ! 大阪大学所属外语 图书馆等 "值得

提出的是樱美林大学 , 该校由基督教传

教士清水安三先生创办 "清水安三先生

曾于 1921 年在北京建立 崇贞学 园 , 专

门给年轻的中国女孩子们提供基本教

育 , 传授手工技艺 , 使她们能够 自食其

力 , 曾先后培养 700 多名毕业生 " 日本

战败后崇贞学园被 中国收回 "清水安三

先生 回 日本后在 1946 年创办 了樱美林

大学 "该校开设 有 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 "

图书馆收藏大量当代中国出版物 , 除了

方便学 生学 习 中文 ! 了解 当代 中国之

外 , 还与创始人清水安三先生特殊 的中

国情缘相关 "

第四类是公共 图书馆 , 只有 1 家 ,

是东京都立 中央图书馆 "该图书馆大约

有藏书 17 0 万册 , 每年有 大约 30 万人

次的读者前往该图书馆阅览书籍 "东京

都立 中央图书馆 还和分布在东京各市 !

盯的 26 0 家图书馆相联 , 形成一个大的

图书网络 , 5中国哲学史 略 6 一书进 入

该 图书馆 , 能够随时被 日本普通读者所

浏览 ! 借阅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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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德国收藏 5中国哲学史略 6 一书

的图书馆有 6 家 , 除萨克森 国家图书

馆 ! 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为公共图书馆

之外 , 慕尼黑大学 ! 维尔茨堡大学 ! 莱

比锡大学 ! 佛莱堡大学还是德国汉学研

究 的重镇 , 都设有专业收藏 中国文献的

分馆 " /慕尼黑学派 0 的汉学代表人物

是傅海波 , 他在 1952 至 1979 年期间 ,

一直担任 慕尼黑 大学汉 学系 主任 "他

1968 年撰 写的 5中华帝 国 6 在西方影

响很大 "

德 国汉学研究 的另一个学派是 /莱

比锡学派 0, 以莱 比锡大学为核心构成 ,

莱 比锡大学在二战前就设有汉学研究机

构 , 1922 年 开始 设立 汉 学教 授 席 位 ,

贾柏莲 ! 孔好古都是 /莱比锡学派 0 的

代表人物 "二战后莱 比锡大学继承了战

前的汉学研究传统 , 由孔好古的女婿叶

乃度担任东亚系主任 "叶乃度的主要研

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和文学史中的民俗

与民间传 说 , 并 有 5古 代 中国 的 马 6

5古代中国的狗 6 5古代中国的猪 6 等论

文 , 影响很大 "

弗莱堡大学 , 全称为阿尔布莱希特 #

路德 维希 #弗 莱堡 大 学 (A lbert L u d-

w igs u niversitot F reib urg ), 位 于德国

巴登 符 腾 堡 州 的弗 莱 堡 市 , 建 校 于

1457 年 , 是德 国最 古 老 的大 学 之一 "

该校一直保持神学 ! 法学 ! 医学和哲学

教育的传 统 , 当 时的哲学 即包括所 谓

/五艺 0, 为所有学生必修科 目 "该校最

有名的专业是基督教学科 , 曾经拥有过

海德格尔 ! 哈耶克 ! 马克思 ! 韦伯等享

誉世界的著名思想家 "收藏 5中国哲学

史略 6一书 , 显然是因为该校独有 的基

督教学科 和哲学学科特色 , 了解 当代 中

国的社会思想是其主要 目的 "

在法国收藏 5中国哲学史略 6 一书

的有 5 家图书馆 , 斯特拉斯堡 国立大学

图书馆 !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! 巴黎

政治学院图书馆 ! 东亚语言研 究 中心 !

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图书馆 "

其中有 3 家是收藏东方文献的专业

图书馆 , 主要服务于法国的汉 学研究 "

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则是将教学与研

究融为一体的典型 "巴黎东方语言文化

学院创建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 1795 年 ,

如今 , 这个 学院的语言教学 已达近 90

个语种 , 这些语言遍布世界所 有大陆 "

在 2004一2005 年度 , 这个学 院注册学

生人数超过 1100 0 人 , 而中文系可能是

世界上 (除中国外) 规模最大的 , 在校

生达到 2000 人左右 "众多权 威的汉学

家都在这里工作或学 习过 "他们当中有

安托 万 #巴赞 (An toine Ba zin , 1799 一

1862) ! 斯坦尼斯拉斯 #朱利安 (Stani s-

las Julien , 1799一 1873) ! 阿尔诺 #维斯

耶 (A rnold V issiere, 1858 ~ 1930 ) ! 伯

希和 (paul pelliot, 18 78 一 1945) 和保

尔 #戴 密 微 (paul 压 m ieville 1594 一

1979) , 后者为最著名的佛学家 ! 禅宗专

家 , 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和诗歌方面的大

学者 ; 还有法国大学中汉学席位的教授 :

罗尔夫 #斯 坦 因 (R olf Stein ) ! 谢 和耐

(Jacques G ernet) 和皮耶尔一艾蒂内 #威尔

(p ierre E tienn e W ill) 等等 "



的普通 民众传播 中国哲学思想 , 通过本

书了解 中国的比例要大大高于研究 中国

的比例 , 这是该书在海外传播最大的

特点 "

5中国哲学史略 6 的学术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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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特拉斯堡 国立大学 ! 巴黎政治学

院 ! 里昂第三大学在政治学 ! 社会学 !

经济学和历史学 ! 法学 ! 哲学等人文社

会学科享有国际盛誉 , 这些大学图书馆

收藏 5中国哲学史略 6一书 , 显然与所

属大学的学科优势相关 "

通过收藏 5中国哲学史略 6 一书的

美国 ! 日本 !加拿大 !英国 !法国 !德

国等 14 个 国家和地区 图书馆 的性质 以

及收藏该书的用途梳理 , 可以发现 , 专

业中国研究用途图书馆和学习 ! 了解中

国的大学图书馆 , 三者之间不是截然分

开的 "在欧美的公共图书馆里 , 也设有

专业的东亚馆藏部门 , 也面对相关研究

机构的学者开展服务 , 而专业 中国研究

图书馆有很大部分是 由大学开设 的 , 主

要服务于本校的相关中国研究机构 "尤

其是一些大学图书馆也具有向所在社 区

居民免费开发的公共图书馆功能 "之所

以这样区分 , 是为了更好地说 明 5中国

哲学史略 6 一书在海外传播的范围和所

面对的人群特征 "

至此 ,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, 全世界

藏有 5中国哲学史略 6 一书的 208 家 图

书馆 中 , 仅有 15 家为公共 图书馆 , 比

例为 7% ; 61 家专业 中国研究用途的图

书馆 , 比例 为 29 % ; 有 132 家属 于学

习 ! 了解 中国社会思想的图书馆 , 比例

为 64 % "可以看 出 , 5中国哲学史 略 6

一书在海 外的传播 范 围主要 以大学 校

园 ! 研究机构为主 , 经常面对 的读者群

体就是大学教授 ! 专家 以及学生 , 同时

也通过 公共 图书馆 系统 面 向海外社 会

5中国哲学史略 6 一 书中文版 由中

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, 封面署名为侯外庐

先生主编 , 张岂之 ! 李学勤 ! 杨超 ! 林

英 等编 写 , 1958 年 出 版 , 首 印 22000

册 , 此后又经过两次加 印 , 累计发行超

过 5 万册 "英 文版 由外 文 出版社 1959

年 9 月出版 , 署名与中文相同 , 翻译由

外文出版社英文组的权威王正中先生担

纲 , 当时印发 了 5350 册 "王正 中先生

曾翻译过 5毛泽东诗词 四十三首 6 等多

部重要文献 , 属于当时英文翻译的权

威 "该书经过国际书店遍布世界的发行

网络 (当时 称为 /同业 0) 发行 之后 ,

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反馈 "当时正值美国

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新中国采取全面封锁

的状态 , 因此中国出版的书刊不能直接

发行到美国本土和一些欧洲国家 , 因此

进人美国 ! 加拿大 ! 澳大利亚等 国家图

书馆 的 5中国哲学史略 6都是由英国共

产党主办的一些书店 , 如中央书店 ! 科

列茨 书店转运的 , 以色列 ! 巴西 ! 智利

的英文版也是如此 "进人法国 ! 德 国的

5中国哲 学 史 略 6 是 由 当时 民主 德 国

(东德 ) 发 行 的 , 唯 有 日本 图 书 馆 的

5中国哲学史略 6 是 由中国 自己在 日本

建立的书店发行网 , 如当时 日本共产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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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(亚 洲 研 究 6 ( 丁入e j ourna l of A sia n

S tud ies ) V o 乙.36 , N o. 2 (F eb. , 19 77) ,

PP .20 1一237 , 文 章 对 侯 外 庐 先 生 的

/ 中国历代大同思想理想 0 进行 了评论

与引述 "

2. 除了对侯外庐先生 的一些思想

观点的引述与评价之外 , 还有的就中国

政治 ! 文化环境对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

观点带来的压力等方面进行研究 "其 中

比较 有 名 的是 格 雷 戈 尔 ! 张 霞 (A.

Jam es G rego r, M aria H sia C h ang ) 发

表了 5反儒 学 : 毛 泽 东的最 后 运动 6,

刊发 在 5亚 洲 调 查 6 (A si an S ur ve y )

V o l. 1 9 , N o . 1 1 ( N o v . , 1 9 7 9 ) , P P .

1073一1092 , 文章直接提及 了 5中国哲

学史略 6 英文版 , 引述了其中的思想观

点与中国政治 ! 文化环境压力相关 "德

国的左派汉学家马汉茂 (H el m ut M ar -

ti n) , 发表 了 5苏联学术界论 中国明清

文学 6, 刊 发在 5中 国文 学 6(C h ine se

L ite ra tu re : E ssa夕s , A rticles , R ev iew s ,

C L E A R ) , V ol.6 , N o. 1/ 2 (Jul. , 1984) ,

pp.151 一178 , 文章评 述了侯外庐有关

顾炎武 ! 黄宗羲 ! 王夫之 等思想观点 ,

考察 了侯外庐先生的写作时代背景压力

与思想结论之间的关 系 "

第二 , 200 2 年 , 5中国哲学 史略 6

由 太 平 洋 大 学 出 版 社 (U niversity

P ress o f the P aeifi") 重新 再版 , 这是

该书在海外学术思想界获得持续影响的

另外一个重要标志 "

太平洋大学 (U niversity o f th e p a-

eifi")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, 成立于 1851

年 , 是一所 四年制私立大学 , 隶属美国

循道会 "该大学出版社再版外文出版社

1959 年 出版 的 5中 国哲学 史略 6 英 文

版 , 并在亚马逊网络书店上售卖 , 目前

尚不知道具体原因 "但作为一本中国哲

学书 , 在 50 年后依然能够再版 , 表明

书中的思想观点具有一定当代价值 "

作为新 中国出版的一本哲学书 , 能

够获得如此广泛的世界影响 , 应该说达

到了预期的传播 目的 "尽管还有许多原

因不清楚 , 比如为什么神学院会如此关

注这本无神论的图书就是如此 "但可 以

确定的结论是 , 该书之所以能够获得如

此大的世界影响 , 首先是因为该书被翻

译成了英文 , 而且是除毛泽东的各种著

作之外 的第一本哲学 书 "据笔者统计 ,

该书除英文版之外 , 当时的国际书店还

曾组织海外学者 ! 出版机构 , 以英文版

为基础 , 翻译过法文版 ! 葡萄牙文 版 !

西班牙文版 ! 希腊文版 ! 阿拉伯文版甚

至瑞典文版 "英语使用的广泛性 , 使该

书的思想 ! 观点得到 了更广泛 的传 播 "

今天看来 , 虽然该书的思想 ! 观点还有

局限 , 而且也不是侯外庐先生最具有代

表性的 ! 最精彩的思想 , 却得到了广泛

传播 , 这就是跨文化传播所具有的风云

际会的特点所致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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